
■郑曾洋
这就是裴城村洄河桥，一座始建于宋

代的石拱桥。桥下淙淙流淌着的，就是传
说中的洄曲河，也就是今天的洄河。

站在洄河桥上，眼前是赭红色的石
桥，脚下是青绿色的石板，耳边仿佛响起
当年仅15岁的苏进“我要去当兵”那毅然
决然的话语，还有1947年陈谢兵团的刘有
光和周希汉两位将军在这座桥上张贴布告
时“乡亲们，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我们
回来了”那铿锵有力的宣言。

思绪跨越千年，我恍若来到了唐朝那
个风雪漫天的夜晚。唐朝宰相裴度奉旨平
定淮西吴元济叛乱，以韩愈为行军司马。
大军直抵洄曲，裴度以此为大本营，命李
朔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获得大捷。
后来这里便以裴度的姓氏命名为“裴城”。

洄河桥上的车轮痕迹和桥下的流水，
似乎都在诉说着千百年来那段令人热血沸
腾的历史，也提示着裴城人民要传承保家
卫国的精神。苏进将军从这里走出；解放
战争年代沙北县委办公地在这里设置；陈
赓率领陈谢兵团解放郾城时，刘有光和周
希汉两位将军在这里驻扎——裴城村民烙
烙馍、做军鞋、捐款捐粮，为陈谢兵团解
放郾城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从洄河桥往西不远，就是裴城镇苏进
红军小学（原名裴城小学），于2020年9
月16日更名。据苏进将军的侄孙苏红军介

绍：1907年，苏进将军出生在裴城村的一
座农家小院里。1922年春，年仅15岁的
苏进离家去开封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积极结识共产党人，接受进步思想，并参
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春，蒋介石令苏进
所部南调江西围剿红军，苏进参加了著名
的宁都起义。起义后，苏进任红五军团十
五军一百二十七团团长。1932年1月，由
毛泽东提议，经左权、刘伯坚、高自立同
志介绍，苏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
10月，苏进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
年5月26日，苏进在安顺场和沿河阵地指
挥所属部队，力阻国民党援军，掩护毛主
席、朱总司令渡过大渡河。1940 年 10
月，毛主席特调苏进到359旅任副旅长，
协助王震工作，组织领导了南泥湾大生产
运动。1950年4月25日，军委任命陈锡联
为炮兵司令员，苏进为炮兵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1955年，苏进被授予少将军衔。他
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
章、一级解放勋章。1992年，苏进在北京
逝世。

从洄河桥往西，就是裴城村十字街。
十字街口向西50米，有一座蕴含着浓郁
历史气息的两层小楼，这里就是新中国
成立前中共沙北县委曾经的办公地点。
据介绍，1947年10月，陈谢兵团主力越
陇海线南下，向南召、方城、舞阳以北
一线展开，歼灭豫西各县反动武装，开

辟根据地。1947年11月底，陈谢兵团解
放了沙北，豫陕鄂五地委根据毛主席农
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在襄
城、郾城、临颍、舞阳、许昌诸县的接
合部创建沙北县委，政府机关最后定在
裴城村，办公地点就设在了村里官道上的
娄登甫的旧宅，领导人民开展剿匪、土
改、支前等运动。

在洄河桥头，裴城村民王会安说起了
当时解放军在村里驻扎的情景。他告诉我
们，解放军对村民非常好，格外爱护孩
子。在路过大徐村时，有一个五六岁的小
女孩和她母亲在路边坐着，解放军纷纷
说：“挪挪，挪挪！别碰着孩子了！”王会
安说，当天晚上，在他们家居住的那名排
长在和母亲说话时，因担心母亲冷，便让
她披上他的大衣，临走前还非要给他家留
下一袋面粉。由于解放军的优良作风深得
民心，裴城村和附近村庄的不少青年踊跃
参军，投身革命洪流，随解放军南下解放
全中国。

现在的裴城村，主导产业有林果、蔬
菜，村民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为了传承
红色基因，村内经常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村里的历史文化遗迹也都被保护起来。站
在洄河桥上，看着村子里古老的建筑遗
迹，听着洄河桥下的淙淙流水声，我似乎
听到它们在讲述裴城的光荣历史和村民今
天的幸福生活……

站在洄河桥上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舞阳农民画 光“福”村头欢乐多
张淑平 作

舞阳农民画 新春练车场 刘志刚 作

舞阳农民画 田间地头 武天举 作

舞阳农民画 大地春早 马小妞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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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飞 陈耀亭 鲁锁印
提起郾城的风宪里（现源汇区大刘镇

大陈村），人们立即会想到明嘉靖年间出任
湖广按察司副使的廉吏陈玑和他的十二世
孙——晚清时出任滁州知州的陈金台。他
们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或“廉洁奉公、勤政
爱民”，或“竭尽全力、兴利除害”的评
价，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
知道这里曾经出现过河南私立崇义中学的
人却不多，知道这所学校有许多地下共产
党党员在这里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
命工作，并培养出大批学生投入革命队
伍，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做出了积
极贡献的人就更少了。这是因为学校存在
的时间太短暂，从1945年开学到1948年
结束，共创办了四期。然而就在这短短的
几年里，学校却为国家和党输送了一大批
革命干部和军事人才。

河南私立崇义中学最初是由风宪里籍
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主进步人士陈毓汾（陈
金台之子，时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陈毓
梓（清光绪年间涪州知州陈伟勋之孙，中
国人民大学毕业）等发起创办的。当时，
他们目睹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时人民遭
受的苦难，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但
不抵抗外敌入侵，反而去围剿积极宣传抗
日的中国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致使国
家积贫积弱，人民受苦受难。一直以追求
国家的独立富强为理想的他们，由此萌生
通过教育实现救国救民的想法，就由陈毓
汾、陈毓梓率先发起，在他们的家乡创办
河南私立崇义中学。此举当即得到风宪里
的陈冠军、陈毓调、陈桂山、陈心怡、陈
珍壁等许多进步人士的响应。1943年夏，
时任河南省水利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原籍
西平小陈庄的陈凤池奉时任国民党政府教
育部长的陈立夫之命，来郾调查汉代名士

陈寔墓址时，陈毓汾以北大同学的身份邀
其在自己的家里畅谈两日，此举对河南私
立崇义中学的顺利创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学校创办之初，几位发起人为了解决
学校的建设资金和校址问题，在得到陈氏
族人的大力支持后，不仅卖掉了村里的三
百亩义地作为建校经费，还将陈氏祖墓里
的二百多棵古柏伐倒，并拆掉村东的一座
破庙作为学校的建设材料。之后，在风宪
里村东寨门内购地三亩半，建起了一栋上
下七间、有四个教室的教学楼。按当时的
计划，学校用两年的时间建成，即1943年
至1944年完成，1945年招生。

河南私立崇义中学创办时，“皖南事
变”爆发，国民党公开围剿共产党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遭到严重破坏，郾漯一带陷入
敌手，共产党人在这里的革命活动受到极大
的打击。党中央为了保护沦陷区的党组织，
决定让河南省的党组织紧急撤退。豫中党组
织将一部分党员撤退到延安，一部分撤退到
竹沟。因此，当时的郾漯地区党的活动基
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就在此时，河南私立崇义中学以其私
立性质，在几位高级知识分子的领衔、创
办下建成并开始招生了。事实上，学校创
办之初就得到了蛰伏的共产党地下党组织
的大力支持，时以大刘镇镇长身份为掩护
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蔡永令，从一开始就
把学校定为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并利用自
己的特殊身份，把豫、皖、苏党委和军区
派到这里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商（丘）、亳
（县）、鹿（邑）、柘（城）工委书记王炜及
其夫人安排到学校，以教师的身份为掩护
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学校教师大多数也
是地下党员。他们还在这里重新建立了以
王炜为组长，豫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队长王

树德负责组织、蔡永令负责军事的郾城党
小组，宣传党的主张，让学生了解共产主
义，并为解放中原做好策应准备。

1947 年秋，陈赓兵团渡黄河挺进中
原，郾城党小组派王树德同部队取得了联
系，并按中原野战军四纵政治部指示，将
郾城党小组改为中共郾城县特别支部，并
由王炜任书记、王树德任组织委员、蔡永
令任军事委员、董玮任委员，由四纵直接
领导，在郾漯一带开展革命工作。在这段
时间里，郾城特别支部领导郾漯地区的党
员和群众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
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号召人民积极支援
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为郾漯的解放做
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们的积极工作，四
纵很快解放了漯河。漯河解放时，仅缴获
的敌军车就达70多辆，并缴获7个弹药库
和大量武器弹药，四纵的武器和装备因此
得到了补充，为部队战斗力的提高提供了
巨大帮助。

在风宪里诞生的河南私立崇义中学自
1945年初开学至1948年结束，虽然只办了
短短的四期，却在郾城地下党的领导下招
收了周边县、市大量的进步青年，让他们
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并接受了党
的教育，因此对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没有压
迫没有剥削、人民能过上幸福生活的新中
国产生了强烈向往，并愿为之奋斗终生。
因此，这些学生走出校门后，大部分都投
身革命事业，1948年最后一期的学生几乎
全部随部队南下，并在日后的革命工作中
逐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如
李书范曾任昆明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等。

可以这样说，只存在了四年的河南私
立崇义中学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在一
个特殊的时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特别是
在白色恐怖下为我党我军培养出了一大批

革命干部和军事人才，为新中国的建立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河南私立崇义中学的校址一直保留到
20世纪70年代，现虽然无存，但作为红色
教育基地，它将永远活在诞生地——源汇
区大刘镇大陈村的村民心中。

河南私立崇义中学创办始末

■李 锐
春柳，春花，春景；春风，春阳，春

天。
春日里，穿行在一马平川的乡村公路

上，两旁的树木和鲜花迎风摇曳，和煦的
春风中洋溢着无限的激情。

走进小李庄聚博文化园，古树繁茂，
花草含笑。步入宽敞的展厅，如同走进一
个天然奇石的王国。一块块色泽、形状、
质地各异的石头静静立在那里，好像是在
迎接随时来访的每一位客人。花、草、
树、木，日、月、星、辰，湖泊、山川、
河流，梅、兰、竹、菊……各种神奇的图
案惟妙惟肖地印在石头上。

“石头是有生命的。中华民族5000年
的灿烂文明就起源于石头，我与这千奇百
怪中的每一块石头都有一个小故事……”
文化园的奇石收藏负责人说起他的石头
满脸兴奋。千姿百态的奇石经大自然的
浸润有了生命和灵魂，一块石头浓缩着
一段岁月、一个故事、一种记忆。它们
有来自新疆的风凌石，有来自内蒙古的
玛瑙石，有来自安徽的灵璧石，有来自
广西的彩陶石和吉林的松花石等。石头
因产地不同也有了不同的色泽和品性，
有的质朴，有的华美，有的平凡，有的
夺目。它们美于自然、妙在天成，宁静
如诗、立体如画。无论与哪一块石头对
视，都能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和追问：它
是谁？它来自哪里？它经历过什么？一块

块石头还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让人解开
一个个大自然的密码。

在靳中华的颍苑生态农庄，浓郁的乡
土气息让人沉醉。看着鸡鸭鹅在这里撒欢
儿、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果树一行行迎
风舞动、乡亲们有说有笑地劳作，这个多
年来把绿色梦想置身于乡村振兴的农家汉
子脸上洋溢着会心的笑容。多年来，他坚
持绿色发展，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把村里的零散土地合理
整合，打造成了集观光、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绿色农业生态庄园，践行自己的农业
生态“绿色梦”，并带动几十名村民在家门
口就业。

在龙城镇冢马村，一行行、一排排的
红叶石楠、香樟树、枇杷树在阳光下泛着
油光，肥嘟嘟的鸡在绿草中聚群觅食，憨
态可掬的鹅在林中悠然散步，欢乐的鸟儿

在枝头鸣唱，真是一派迷人的田园风光。
这也是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活的生动写照。

“我们村流转土地3000多亩，打造森林围
村产业，由造林大户统一承包绿化，又能
发展林下经济，不仅改变了农村人居环
境，还带动我们周边十多个自然村100多
名村民就业。乡亲们不出村就能挣钱养
家，这里的‘千亩氧吧’现在也成了远近
闻名的休闲去处！”冢马村第一驻村书记赵
闯的一番话，让我更加感慨乡村天翻地覆
的变化。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郾城区以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
筹推进农业农村各项建设，着力构筑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促
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持续增收、农村
繁荣稳定，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在郾
城大地徐徐展开……

乡村美景入画来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岁月总是匆匆，不断为

我们开启新的四季轮回。
年岁又长，有些不敢计

算数字。不知从何时开始，
脸部开始了松垮，嘴角不可
抑制地下垂，有了眼袋和白
发，孩子都比自己高了。衰
老像是在一瞬间开启的，又
像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让人
不易察觉，直到某天某件事
发生了，才恍然明白身体状
况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我们心脏的泵血峰值从
30岁开始逐年下降，我们
肌肉的质量和力量从40岁
开始走下坡路，我们的骨头
从50岁开始以每年1%的速
度流失骨密度，我们60岁
时可能已经失去三分之一的
牙齿……这一系列已经到来
或即将到来的身体机能变
化，让我们从心理上产生抵
触、焦虑或惶恐的情绪，让
我们开始频频关注和购买保
健品，或是借助科技与医疗
手段保持身体健康和容颜不
老。

其实，顺其自然地老去
也是件很浪漫的事情。人生
就像四季，孩童如春天的稚
嫩，青年像夏天的健壮，中
年似秋天的成熟，老年如冬
天的淡然，每一阶段都有不
同的美。然而，人生又不同
于四季，因为四季可以轮

回，而我们只能孩童一次、
青年一次、中年一次、老年
一次，所以每一阶段都珍贵
无比。

当然，岁月的流逝虽然
会让我们有失去感，但总的
来说，中年和老年的生活体
验是更令人满意的，比如家
庭圆满、友情稳定、时间自
由；爱情也走过了无数的沟
沟坎坎而愈加牢固，比如心
态变得平和、看待问题更加
全面等。

时间让我们对人、对事
更加宽容和理解，既懂得年
轻人向外飞的需要，又欣赏
自己向内收的渴望，懂得珍
惜生活的愉悦和亲密关系，
懂得从简单的愉悦中寻求慰
藉——好食物的味道、爱人
的拥抱、朋友间的畅谈及阳
光照在脸上的那种温暖，想
想都让人心醉。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年
以后的时光也是我们一生中
的黄金期。从生活中历练了
技能，不再面对竞争的压
力，不需要再为儿女操心，
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寻找
自我芳香。这是每个人的必
经之路，是从一个阶段转入
另一个阶段的自然规律。

我们歌颂青春，爱那明
媚欢畅的时光；我们也赞扬
暮年，爱那沧桑衰老的容
颜。

岁月的馈赠

■特约撰稿人 温媛媛
闲来逛花市，看到角落

里挂着十多盆多肉植物，叶
片似心形，我十分喜欢，就
问老板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爱之蔓！”戴眼镜
的男老板回复我。

这名字真浪漫。就冲这
个名字，我决定买两盆回
家。老板看我一直梳理它相
互缠绕的枝条，就微笑着
说：“等回家再慢慢收拾
吧！”

把它挂在家中阳台的花
架上后，我开始认真观察这
枝条自然垂下的爱之蔓。

它是观叶植物，心形的
叶片成对生长，如害羞的少
女，矜持地对视。我查了百
度，知道它的花语是心心相
印、爱你一生一世、永结同

心等。
大自然是神奇的，每种

植物都有它独特的韵味。有
人说，种植爱之蔓的人都会
得到幸福，因为此花受到了
爱神的庇佑，会传播幸福和
爱。那么，就让我好好养护
这爱之蔓，收获爱和幸福
吧！

我爱它心形的叶片小巧
浪漫，爱它优雅的气质轻柔
自然。爱之蔓，值得我花上
长长的时间慢慢去爱——就
像爱情。

在我心里，爱情神圣又
珍贵、无价且难得。爱一个
人，并不需要时时刻刻将爱
挂在嘴上。有时，爱也需要
慢火温炖、细水长流，慢慢
爱，久久爱，怀着一颗期待
的心，去面对生活。

爱之蔓

■邱俊霖
外婆家的院子里种着三

棵亭亭玉立的枇杷树，此时
的枇杷果已经快成熟了。

听外婆说，这几棵枇杷
树是她种下的。她将吃剩的
枇杷果核收集起来晾干，扔
到院子里，第二年便长出幼
苗。然而，枇杷树童龄期
长，三四年后才能结果。

枇杷树陪伴着我度过了
童年。每当秋末冬初的时
候，秋叶飘落，百花凋零，
枇杷花却凌寒独放、清香四
溢。小时候，望着枇杷树上
的繁花，心中总是期盼着枇
杷花快些蜕变成鲜美的果
子。

当绵柔的春雨打湿了枇
杷花瓣，在阵阵春风中，枇
杷树终于结出了圆果。年幼
的我盯着那些果子，几乎望
眼欲穿。外婆却告诉我：

“熟了的枇杷果才好吃。”但
她不忍见我眼馋，便敲下几
颗枇杷果递给我。没熟透的
枇杷果格外酸涩，与我想要
的味道相去甚远。看来，想
吃上美味的枇杷果，确实要
耐得住性子。

圆溜饱满的枇杷果对孩
子们充满了诱惑力，平日
里，总有一些淘气的孩子会
躲在院墙外用竹竿偷偷敲枇
杷果，见到院子里出来人时

便一溜烟地跑了。不过外婆
倒也不生气，只是叹惜道：

“没熟的枇杷果不好吃，敲
掉了多可惜！”

待到初夏，阳光照耀，
叶片之间便挂满了圆圆的枇
杷果，压弯了树梢，令人垂
涎欲滴。暖风吹过，空气中
弥漫着的都是果香，熟透了
的枇杷果会不时跌落在地
上。

枇杷果熟透时，外公外
婆会拿着竹筐，带着我和表
兄妹们采摘。香气弥漫，仿
佛连空气中都是我幻想中的
甜味。表哥年纪稍长，总是
麻利地爬上树梢，将竹竿够
不着的枇杷果摘下；外公则
用竹竿将够得着的枇杷果敲
打下来；外婆拿着竹筐接着
掉落的枇杷果，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刚摘下的枇杷果金色的
外皮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绒
毛，甚是可爱。枇杷果味
美，但保鲜的时间不长。收
获之后，外公外婆会将枇杷
果拿出一大半送给左邻右
舍，与大家一起分享收获的
喜悦。

其实，外婆的枇杷果并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甜，而是
甜中略带酸味。酸酸甜甜的
果肉吃进肚里，让我们感觉
像是吃了蜜糖一样舒心。

又闻枇杷香

舞阳农民画 中国日子呱呱叫 胡庆春 作


